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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銀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提取減值準備前經營溢
利為96.56億元，按年減少13.9%。 資料圖片

王春新籲港擁抱「十四五」振興經濟
中共中央第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

劃，把「高質量發展」和構建「雙循環」作為未來五

年的重要指導思想，而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將會因為這

個規劃而出現根本性轉變，影響力可達百年。中銀香

港經濟與政策研究主管王春新昨日出席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舉辦的研討會時表示，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首先需要擁抱這一轉變，並要全面配合，由此贏

得先機，爭取未來更大的發展空間。他指出，創新、

內需、開放及綠色，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及構建「雙

循環」的四大核心引擎，香港也應從這幾個重點入

手，深入謀劃及配合，積極打造國際科創中心、內需

促進者、開放加速器和綠色發展標杆等身份。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中信
里昂副董事長林曉東於演講中指出，在
國家「十四五」規劃下，粵港澳大灣區
承擔着金融業改革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責
任，既要堅持金融創新，提升金融科技

水平，也要不斷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
發展綠色金融等一系列的重大使命；同
時堅定推進金融雙向開放，繼續推進人
民幣國際化，營造以人民幣為自由使用
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係。相信在未
來香港將繼續鞏固其亞洲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也會繼續充當內地和全球資本
市場連接的橋樑。
他強調，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的互聯

互通不斷深化，提升了兩地在資產、財
富管理方面的國際競爭力。他舉例，今
年2月份，內地和港澳相關機構共同簽
署關於在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試
點的諒解備忘錄，建立起兩岸三地監管
機構間的合作安排和聯絡協商機制，保
證跨境理財通的順暢運行和投資者保
護。該行估計，債券通的南向通將於今
年第三季度開通。

資本循環有助擴大內需
林曉東認為，促進資本市場大循環

亦能有助擴大內需、拓展外需，更好
構建雙循環格局，資本市場的改革可
從融資端、投資端和機構端三個方面
出發。
他續指，融資端的改革主要是促進市

場的優勝劣汰，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能
力，預計將優化減持與退市制度，增強
A股對中概股回歸的吸引力，深化創業
板與科創板的改革試點；投資端的改革
主要是提升市場活躍度，發揮好資本市
場的投資功能，預計將拓寬長線資金入
市的渠道，豐富金融工具，加強信息披
露與投資者保護。
此外，機構端改革主要是提升金融開

放背景下，國內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包
括中介機構的橋樑作用。林曉東稱，目
前中國家庭資產配置分布不均勻，金融
資產特別是股票資產還存在較大的發展
空間，資本市場的持續改革，可為股票
資產財富效應的發揮奠定良好的基礎，
從而助力擴大內需的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曉菁）在活動的漫談環節
中，諾亞首席經濟學家
夏春結合個人在港的教
學、工作經歷指出，兩
地要更大範圍促進人
才、思維等要素的流
通。尤其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可為內地提供金融人
才和金融領域的專業培訓等。
夏春說，按照國際標準，內地尤其是上海

的金融人才十分短缺。而香港本地
高校擁極高質素的專業課程，能
培養出符合需求的金融業人
才，優勢明顯，許多在內地
金融從業者也會選擇來港深
造學習。他認為，兩地的學
術交流增多，人才、物流等
要素流動，可有效促進國內國
際雙循環的實施。

談及境外資金，中銀香港經濟及政
策研究主管王春新認為，境外投資
更「貼地」才能有效促進雙循環的
流動。他建議，境外企業若想通過
投資趕上內地發展勢頭，要改變原
來的投資模式，理解內地以創新為
主的新時代。他舉例，內地有些房
地產企業會採取區域經營，按照地區

分布給一定分紅，但一些外資並不能就地
區差異給出相應政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
損失。

張立新鼓勵內企在港設公司
此外，身兼富國資產管理
（香港）行政總裁、香港中資
證券業協會副會長的張立新鼓
勵中資機構，在港設立公司
時，只要守住業績，合規風
控，培養人才，就能有效發揮促
進資金雙向流動的作用。

林曉東：堅定推進金融雙向開放 夏春：人才思維流通促雙循環

●●夏春夏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中國
正由過去的出口型經濟轉型向內需型
經濟。王春新表示，在「內循環」主
導政策下，消費將成「內循環」的第
一大支柱，預計到2030年，內地中等
收入群體的人數將翻一番增至8億人，
消費品零售總額將增至12萬億美元以
上，相當於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國消
費規模的總和。他提議，香港在其中
可充當內需促進者，例如推動港資企
業擴大內銷。中華廠商會的一項顧問
報告顯示，在大灣區廣東9個城市的港
資製造業企業，營業額達到9,000億港
元，每年繳納稅款280億港元，聘用270
萬人，將是協助擴大內需的重要推手。
未來香港可從推動港企優勢產品，

擴大內銷、拓展進口分銷業務、建立
有效的內銷管道和網絡、提升政府專
項基金支援中小企拓展內銷的針對性
及有效性、為港資企業拓展內銷市場
提供金融支援(包括跨境貸款、內保外
貸等）、以及協助內地完善消費者保
障等方面入手，促進內地擴大內需。
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外來資金來源

地。「十四五」期間，內地將加快補
齊市政工程和民生領域等方面的短
板，推進新基建、新型城鎮化、交通
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都為香港企業
提供更多投資機會。隨着內地不斷完
善投資環境，未來5年香港有機會為內
地提供5,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

作為內地「開放加速器」
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開放的經濟

體，王春新認為，香港可作為內地的
「開放加速器」，例如協助內地建設
更高水準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建
立貿易投資新體制上，提供最佳示
範。另外，本港應進一步完善「互聯
互通」機制，協助國家穩慎推進人民
幣國際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紐，可通過進一步疏通粵港澳
跨境人民幣流動管道，以及率先試點
大灣區南向債券通和進一步完善北向
債券通機制等，進一步夯實跨境人民
幣業務基礎。
香港也具備獨特條件，在內地發展

綠色債券和綠色金融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可望發展成為大灣區綠色金融的
先導者。2019年，香港發行綠色債券
已逾300億美元，其中低碳建築的綠色
債券佔年度發行量的61%。2020年5
月，金管局與證監會共同發起成立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
此外，港府可鼓勵更多大灣區企業
利用香港平台為綠色項目融資及認
證，通過發行基準性的「綠色債
券」、為綠色金融專案和證券設立
「綠色金融標籤計劃」，以及大力培
育綠色金融人才等途徑，將可打造大
灣區成為亞洲重要的綠色金融中心，
為建設綠色低碳灣區提供資金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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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多間中
資銀行昨日集體公布首季業績，不少銀
行不良貸款表現出現改善。相比較去年
底，中行(3988)、農行(1288)和交行(3328)
不良貸款率均出現下降，而工行(1398)則
錄得持平。
中行第一季純利按年升2.7%，至539.9
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基本收益0.18
元，按年升5.98%。季內，淨利息收入
1,041.6億元，按年升3.7%；非利息收入
537.07億元，按年升11.74%。而該行的
不良貸款率為1.3%，較去年底下降0.16
個百分點。

工行首季多賺1.46%
至於工行第一季純利按年增長1.46%，

至857.3億元，季內利息淨收入1,666.01
億元，按年增長3.51%。年化淨利息收益
率2.14%。非利息收入475.19億元，按年
增長5.05%，其中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411.64億元，按年增長1.35%。而工行的
不良貸款率為1.58%，與上年底持平。
另一大行農行第一季純利按年升

2.6%，至658.6億元。季內淨利息收入
1,401.12億元，按年增長4.76%。手續費
及佣金淨收入 303.71 億元，按年增長

12.24%。不良貸款率為1.53%，較去年
底下降0.04個百分點。

交行首季純利增2.3%
此外，交行第一季純利219.46億元，

按年升2.31%，季內利息淨收入為385.5
億元，按年增4.95%。不過，淨利息收益
率為1.54%，按年下降1個基點。而不良
貸款率為1.64%，較去年年底下降0.03個
百分點。
中銀香港（2388）今年第一季度提取
減值準備前的經營溢利為96.56億港元，
按年減少13.9%，但與去年第四季比較則

升41.9%，該行第一季減值準備淨撥備為
3.23港億元，按年降2.6億元，主要是季
內預期信用損失模型參數相對去年同期
穩定所致。

中銀淨息差按季收窄
中銀香港指出，市場利率持續走低，

計入外匯掉期合約的資金收入或成本後
的淨息差，按季收窄5個基點至1.11%，
淨利息收入按季下降1.8%，按年則下降
22.0%。不過，受惠今年初投資市場氣氛
良好，淨手續費及佣金收入則按季上升
43.9%，按年上升30.3%。

中行農行首季不良貸款率錄下降

王春新指出，過去五年香港的經濟
停滯不前，2016至2020平均增長

率只有0.22%，大幅跑輸內地同期平均
5.8%的增長，主要因為中美交惡、疫情
拖累，以及社會運動等，打擊了本港的
經濟動力。不過他認為，本港絕對可以
乘着「十四五」規劃的快車，重新找回
經濟的引擎。
他表示，「十四五」規劃的主調，就
是國家的高質量發展，其中創新驅動發
展是其首要特色，也是內地產業轉型的
首要動力。「十四五」規劃內容主要有
四項，包括一、實現高質量發展，二、
轉型至內需型經濟體，三、加強對外開
放，以及四、向綠色經濟轉型。而香港
在其中可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

助力國家「科技自立自強」
「『十四五』規劃建議的一個突出特
點，是確立創新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的
核心地位，中國要做到自立自強，盡快
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才能實現真正高質
量發展。要做到這點，需要在基礎研
究、創新金融和保護知識產權等諸多創
新要素上取得突破，而這些正好是香港
的強項。」王春新續說，香港創新及科
技上游產業之基礎研究，其實已達世界
級水準，原始創新能力位居亞太區前
列，四大高校也進入了世界大學 50

強，只是在研究項目商業
化一項上，效率並不高，
這主要是政府在這方面未
見積極。事實上，外國及
內地的資金，對有關項目
的開發有相當的興趣。
此外，本港在專業服

務、人才配套、法制稅制
等，同樣具優勢，本港未
來應更好配置資源，全力
打造國際科技中心，並以
此配合國家搶抓「第四次
工業革命」的機遇，實現
「科技自立自強」。
王春新指出，本港首先

要做到創新金融和創新科
技的深度融合，從國際經驗看，創新科
技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創新金融的支
援。他認為，本港近年在這方面做了不
少探索，不僅通過創新及科技基金去支
援創科初創企業，還通過修例准許新經
濟企業，以「同股不同權」形式來港上
市。在創新金融引導資本市場的今天，
香港可進一步推動創新金融和創新科技
的深度融合，為內地創新科技企業的發
展壯大，提供更多支援。

探索知識產權接軌國際
知識產權也是打造科技強國不可或缺

的關鍵要素，他認為，未來香港可與內
地加強合作，探索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
系和協同保護機制的對接，協助內地建
立與國際接軌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引
進知識產權仲裁、調解等機制，並開展
知識產權的交易。
粵港澳大灣區財經系列沙龍由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主辦，昨天的主題是「『雙
循環』新發展格局與香港角色」，並在
網上進行直播，共有四位嘉賓應邀出
席，包括中信里昂副董事長林曉東，中
銀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王春新，富國資
產管理（香港）行政總裁張立新，以及
諾亞控股首席經濟學家夏春。

粵港澳大灣區系列財經沙龍圓滿舉辦 攜手促進雙循環

◀▲首期粵港澳大灣
區系列財經沙龍昨順
利舉辦，活動由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主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王春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曉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立新張立新


